
老旧小区改造，既关乎民
生福祉，又牵动城市发展，是百
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心工

程。今年年初，重庆公布了15件重点民
生实事，其中就明确提到了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和社区服务提升。

近日，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的数据
显示，全市已累计启动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8689个，总面积达1.92亿平方米，惠
及居民202万户。同时，累计同步改造
提升养老托幼、农贸商超、社区食堂、文
化体育等配套设施9400余处，新增停车
位6万余个，加装电梯610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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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9个老旧小区改造交出幸福“答卷”

今要闻
办好民生实事 书写温暖答卷

关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九龙坡民主村二期

永川区三河汇碧片区老旧小区改造

老旧小区改造究竟改了什么

提及老旧小区改造，许多人或许首先
想到的是对小区房屋外立面的翻新。然
而，这并不全面。

根据重庆市政府印发的《关于全面推
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服务提升工
作的实施意见》，改造内容明确包括建筑
墙体、老旧管网等21项基础类清单，加装
电梯、停车场、适老设施等18项完善类清
单，以及养老、托幼、助餐等25项提升类
清单，形成了“1+N”的政策体系。小区居
民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改造项目，切实解
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

例如，渝中区红星亭坡小区的改造方
案就是经过多次召开院坝会与居民共同
商议出来的。针对小区居民最关心的出
行难问题，小区新建了无障碍坡道7处、
无障碍折叠型通道1处，并在梯坎狭窄坡
度高、无法修建无障碍坡道的地方设置了
3台爬楼机，方便居民出行，真正实现了

“无障碍到家门”。

“三师”上门提供指导

面对“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改后

怎么管”这些专业问题，重庆搭建了“三师
进社区”平台，建立了专家咨询库，加强了
事务管理和技术支撑。组织2400余名

“三师”（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进社区
提供技术指导，通过陪伴式服务和沉浸式
设计，助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服务
提升。

如永川区依托西部职教基地的优势，
从区内17所职教院校中遴选了百余名规
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和艺术家，“三师一
家”进社区为老旧小区改造升级支招，让
居民的“心愿清单”变成了“幸福清单”。
江北区则发挥“三师”的专业技术优势，招
募了约300名“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
让他们在改造方案设计、施工建设、验收
运营的全过程中深度参与，实现了老旧小
区“三师”覆盖率100%。

重庆通过城市体检、“三师进社区”活
动等多种方式，对老旧小区改造进行“把
脉问诊”。近年来，全市2400余名“三师”
进社区提供技术指导，以陪伴式服务和沉

浸式设计，引导居民“照单点菜”。

从“建房子”到“建家园”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老旧小区改造，改变的不仅是小区的

“面子”，更是居民的“里子”。要从“建房
子”转变为“建家园”，让居民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近年来，重庆重点支持三峡库区移民
小区改造提升，优先安排改造项目计划，
并在市级政策资金上给予重点倾斜。已
实施改造2100万平方米，剩余900余万
平方米也将在年内全部开工。如万州区
富祥花园打造全龄友好的“移民新家园”，
展现了三峡移民的家国情怀；忠县结合忠
州“汉阙”历史文化，将原有废墟地改造成
了群众喜爱的“三峡留城·忠州巷子”；云
阳县桂湾移民小区则呈现出一幅“山水人
城景”交融的三峡立体公园城市画卷。

同时，重庆将各区县具备一定规模和

特色亮点的项目动态纳入市级重点项目
库进行调度。60%以上的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以片区统筹改造的方式实施，实
现了旧貌换新颜，无界融入现代城市。如
九龙坡区民主村片区提炼了建设厂的历
史变迁，包括西迁、援建、复兴的城市记
忆，以“留、改、拆、增”的模式，打造了“居
民新家园、商圈新纽带、创业新天地”。

“2025年，重庆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
小区超过1000个。”相关负责人表示，市
住房城乡建委将切实发挥牵头统筹作用，
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共同推进改造工
作。同时，将加大“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
的关注度，为群众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生
活环境。力争改出更多高品质、多元化的
创业新场景、消费新场景、生活新场景，打
造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的新样板，切实提升市民的安全感、幸福
感、获得感。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陈竹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供图

沿滩区区长廖东率队赴重庆长寿经开区考察学习和交流对接

红星亭坡EPC项目

长寿和沿滩合作示范

重庆市长寿经开区和自贡市沿滩高
新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示范园
区”。今年3月，沿滩区委副书记、区长廖东
率队赴长寿经开区开展考察学习和交流
对接活动，并送第六批顶岗锻炼的3名干
部到岗。双方围绕产业协同、招商联动、
平台共建、活动联办等合作重点进行了深
入讨论，通过干部顶岗锻炼、互访考察调
研、联合开展活动等方式，共同擦亮“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的金
字招牌。

龙灯文化漂洋过海

12月12日，沿滩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集中采风活动举行。采访团来到沿
滩高新技术产业园，这里是沿滩区龙、灯
产业的承载地。走进自贡市大洋艺术有

限责任公司，仿佛“穿越”回侏罗纪时代。
霸王龙、长颈龙、双冠龙……一只只栩栩
如生的仿真恐龙模型展示着恢弘的身姿，
摇头摆尾、张牙舞爪，张开大嘴发出震慑
般的吼叫。

自贡大洋艺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蔡茂说，自贡每年出口的仿真恐龙产品成
千上万，远销美国、加拿大、英国等100多
个国家及地区，占据海外90%的市场。大
洋艺术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着重研发电
动仿真恐龙、仿真动物、乘骑恐龙、仿真西
方龙等，产品已远销美国、俄罗斯、英国、土
耳其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大洋文
化已为马来西亚、越南、捷克等国家提供
恐龙创意设计、文创等服务，光是马来西
亚的合作就有100多万美金的营收。

在距离大洋文化10分钟车程的自贡
海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更是点亮了众多
海外国家的璀璨夜空。生产车间内，工人

分布在各个点位加班赶制订单。“现在正
赶制北美、澳洲等地区的彩灯订单。”海天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梁红武介绍，
10月27日，荷兰欧维汉动物园内，一场灯光
盛宴如期上演。羚羊、狮子、企鹅……各式
彩灯造型栩栩如生，仿佛将人们带入奇幻森
林，这已是海天文化与欧维汉动物园合作的
第六年，每年吸引10万游客前来观赏。

四川自贡与重庆巫溪都产盐

粉墙青瓦的古建筑，碧波荡漾的釜溪
河，沿岸古树参天，意蕴悠长。这里是有
1400多年历史的仙市古镇。

漫步古镇，“四街五栅五庙一祠三码
头”和“一里三牌坊九碑十土地”等建筑布
局，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繁华。走在青石
板路上，两旁的店铺琳琅满目，以往盐运
时期的商贸繁荣仿佛再现于眼前。

今年5月，大型沉浸式歌舞表演《盘
滩过坳》在仙市古镇上演，吸引5万余游
客观看。表演用当代创意结合当地民间
音乐、舞蹈、戏剧及杂技等多元艺术手法，
深度还原古镇井盐转运和盐工辛勤劳作
的场景。

依托盐商文化，在沿滩新城，一座现
代化的“盐味”文旅综合体也拔地而起。

“王家大院古建筑修缮工作已完成，正在
进行商业配套设施建设，很快就能和大家
见面。”沿滩新城招商办主任张丽介绍。
四川自贡与重庆巫溪都是川渝两地重要
的食盐产地，有着悠久的采卤制盐历史。
顺着江河而下，自贡和重庆密切相连。

文旅融合发展动能强劲。今年以来，
沿滩区已接待游客580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48亿元。

新重庆-重庆晨报通讯员 赵凯宇
受访者供图

川渝合作增添“长寿”基因 邀你探秘自贡“盐龙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情况怎么样？川渝合作又有什
么新进展？山城重庆和盐都

自贡有什么关联……12月 12日，四川
省自贡市沿滩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集中采风活动举行。中央、川渝媒体和
网红达人等数十人，近距离感受沿滩的
文旅发展新动能，邀请大家探秘自贡的
“盐龙灯”。

仿真恐龙惟妙惟肖


